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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护绿色国宝久久为功

文/羊城晚报记者 张豪 董柳 图/羊城晚报记者 潘俊华

中国是一个有
着 14 亿多人口的大
国，解决好吃饭问题、
保障粮食安全，要树
立大食物观，既向陆
地要食物，也向海洋
要食物，耕海牧渔，建
设海上牧场、“蓝色
粮仓”。

回访地

湛江麻章区湖光镇金牛岛
红树林片区有着“小千岛湖”之
称，从空中俯瞰，一片片红树林
宛如一个个绿色岛屿散落在浅
海间，水路纵横交错，蔚为壮观。

“总书记的殷殷嘱托，给予
我们极大的鼓舞，为我们做好红
树林保护工作指明了根本方
向。”回忆起一年前向习近平总
书记介绍红树林保护的场景，湛
江红树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
理局局长张苇依然心情激动。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一
年来，保护区全力支持和配合地
方政府逐步完善红树林保护修
复制度体系。今年1月10日，全
省首个针对红树林湿地保护地
方性法规——《湛江市红树林湿
地保护条例》正式生效。

“我们通过卫星遥感、视频
监控、无人机巡护等创新智慧管
护举措，进一步提升红树林保护
的精准性与科学性。一年来，累
计巡护里程超过6.34万公里，及
时制止轻微破坏红树林行为 38
起。”张苇向记者介绍道，2023
年以来湛江市完成红树林营造
711.3 公 顷 ，修 复 现 有 红 树 林
510.4公顷。

生态环境越来越好，红树林
聚集栖息的海鸟和候鸟也越发
多了。“保护区连续多年不间断
开展鸟类资源监测，截至目前，
已记录的保护区鸟类增至 312
种，2023年首次在九龙山湿地公
园发现国家重点野生保护鸟类
黑脸琵鹭和白琵鹭。”保护区管
理局科研宣教科科长吴晓东说。

广东湛江红树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过去一年，位于广东省湛江市东海岛的国家863计划项目海水养殖种子工程
南方基地火热“出圈”，前来“打卡”的访客络绎不绝。

2023年4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首站就来到国家863计划项目海水
养殖种子工程南方基地（以下简称“基地”）。总书记指出，种业是现代农业、渔业发
展的基础，要把这项工作做精做好。要大力发展深海养殖装备和智慧渔业，推动海
洋渔业向信息化、智能化、现代化转型升级。

谆谆话语，殷殷嘱托，让基地的工作人员振奋不已。“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中国
水产业发展指明了方向。一年来，我们始终牢记总书记的亲切关怀和殷殷嘱托，全
力打造水产种业‘中国芯’，在南美白对虾抗弧菌新品系的选育上取得关键性突破，
在虾的品质和产量上取得了双提升。”恒兴集团党支部副书记、中国水产流通与加
工协会金鲳鱼分会秘书长周剑熙说。

引种车间、亲虾培养池、营养
车间……步入基地，扑面而来的
是湛江水产种苗发展的新气象。

去年4月，在基地的南美白对
虾养殖池旁，习近平总书记向现
场科研和养殖人员询问选育技
术、种苗长势、市场价格等。时隔
一年，记者来到南美白对虾养殖
池边，只见一尾尾硕大晶莹的南
美白对虾惬意游弋。

水产种苗是现代渔业发展的
“芯片”。周剑熙介绍，以前，我国
优质种虾资源较少，南美白对虾的
种质资源长期依赖进口。“打破南
美白对虾发展瓶颈，必须从品种上
进行改良或自主研发，将核心技术

掌握在自己手中。”
为 打 好 对 虾 种 业 翻 身 仗 ，

2002年，科技部、原农业部把对虾
抗病毒选育工作纳入了国家 863
计划项目，由恒兴集团承担国家
863 计划项目海水养殖种子工程
南方基地建设，开展南美白对虾、
军曹鱼、石斑鱼等水产动物的育
种研发。此后，基地又与中山大
学联手开展研究工作。

南美白对虾育种，从实验室
的建设到养殖环境的不断优化，
历经近 10 年的摸索，经过 1 代群
体选育和 5 代家系选育，最终在
2011年取得突破，成功选育出“中
兴 1号”，突破种虾受制于国外的

“卡脖子”难题。
“视察当天，有关专家现场向

总书记报告了南美白对虾新品种
的研发突破情况。”回忆当时的场
景，基地水产种苗与养殖研究所
副经理李观红仍心潮澎湃。

“一年来，基地不断加大对南
美白对虾的培育研发力度，‘中兴
1号’的家系数量进一步提升，同
时在抗弧菌新品系的选育上取得
关键性突破，目前已经提交新品
种认定申请。”李观红告诉记者，
与此同时，基地规划建设种虾工
厂化养殖车间，目前进入建设阶
段，预计建成后 SPF 种虾产量可
提升30%以上。

除了南美白对虾，基地还坚
持攻关高档海水鱼育种技术，成
功突破了石斑鱼、金鲳鱼、军曹
鱼、红鱼等 10种特色鱼类的育种
育苗技术。“令人欣喜的是，过去
一年，基地对硇洲族大黄鱼繁育
技术的开发取得阶段性进展，已
完成大黄鱼工厂化养殖技术流程
的探索。”李观红说。

大黄鱼是目前我国海水养
殖鱼产量最高的一种鱼，全国每
年养殖产量达到 25.4 万吨。其

又分三大种群，生长在粤西海域
的硇洲族大黄鱼就是其一。硇
洲族大黄鱼对环境要求高，驯化
难。2023 年，湛江组建了硇洲
族大黄鱼研究院，联合攻关种质
开发。

“一年来，我们开展各族群大
黄鱼的调研、技术交流和合作前
期工作，已完成大黄鱼繁育和养
殖技术开发的设施和设备配套，
并引入一批大黄鱼。下一步将开
展对硇洲族大黄鱼育、繁、推技术

研究工作。”李观红说。
当前，广东正以现代化海洋

牧场建设为突破口，把海洋资源
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积极从海
洋牧场装备设计、渔业种业等赛
道上精准发力，打造全省高质量
发展的“蓝色引擎”。“水产业振
兴，良种是关键。我们将继续坚
持产学研合作，不断研发新品种、
新技术，实现育、繁、推一体化发
展，把种苗安全牢牢掌握在自己
手中。”周剑熙表示。

2023年4月10日，习近平
总书记视察国家 863 计划项
目海水养殖种子工程南方
基地。对于基地水产种苗
与养殖研究所副经理李观
红，一年前的场景至今仍历
历在目。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指 出 ：
“我们是一个 14 亿多人口
的国家，民以食为天，首先
要解决吃饭问题。除了吃
粮食，吃陆地上的食物，还
要靠海吃海。”

总书记的嘱托，言犹在
耳。“这一年来，我们团队都
非常有激情，干劲十足。培
育出更优质的水产，是我们
孜孜不倦的追求。”李观红
说。

2005 年毕业后，李观红
便来到基地工作，从一名养

殖员做起。“那时候条件简
陋，我们要赤着脚下虾塘喂
养。”尽管条件艰苦，但每每
看到自己养殖出来的鱼虾
健康肥硕，他都充满了成就
感。

近 20 年 时 间 过 去 ，如
今 ，这 里 就 像 李 观 红 的 家
一 样 。 每 天 一 大 早 ，他 便
开 始 穿 梭 在 各 个 车 间 ，巡
查 养 殖 设 备 、饵 料 投 喂 、
养 殖 池 水 质 等 情 况 。“ 养
殖 鱼 虾 的 管 理 非 常 关 键 ，
要 像 对 待 自 己 的 小 孩 一
样。”他说。

对于未来，李观红充满
底气和信心。“我们将牢记
总书记嘱托，再接再厉，努
力养出更优质的水产品，送
到老百姓的餐桌上。”这位
水产人语气坚定。

在国家 863 计划项目海
水养殖种子工程南方基地
选育养殖池旁，工作人员正
在撒喂鱼食，成百上千条肥
硕的大黄鱼跃然翻动，争先
恐后地抢食。

“这些都是从深海捕捞
的硇洲族大黄鱼。去年我
们在推动硇洲族大黄鱼驯
化养殖工作方面取得阶段
性进展，工厂化的室内养殖
技术已基本成型。”李观红
告诉记者。

大黄鱼为传统“四大海
产”之一，素有“千鱼万鱼，
不如大黄鱼”之说。“得益于
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生长
在粤西海域的硇洲族大黄
鱼，拥有优良基因，呈现纯
正的野生黄鱼特性，体形匀
称、鳞片规则、肉质鲜美无
腥味。”李观红说，“目前湛
江市场上售卖的大黄鱼主
要是野生的，价格昂贵。如
果能够实现人工养殖，一定
会广受老百姓欢迎。我们
的目标是让全国老百姓都

能吃得到、吃得起硇洲族大
黄鱼。”

去年 5 月，硇洲族大黄
鱼育繁推合作协议签约仪
式在国家 863 计划项目海水
养殖种子工程南方基地举
行，8 家单位共同组建深远
海养殖创新联合体，4 家单
位携手推动硇洲族大黄鱼
育繁推技术。

依托湛江湾实验室、广
东海洋大学等科研机构，湛
江全力打造南方水产种业
基地，成立硇洲族大黄鱼研
究院，引进中国工程院院士
陈松林组建科研团队，制定
了 大 黄 鱼 研 究 实 施 方 案 。
据介绍，湛江湾实验室已突
破大黄鱼育种与养殖关键
技术，计划 3 年内完成硇洲
族大黄鱼育繁推技术研究，
并在湛江建成大黄鱼活体
库、精子库和基因库。

“相信很快大家就能够
吃到湛江的硇洲族大黄鱼
了。”李观红信心满满地说
道。

人间最美四月天。走进广东湛江红树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煦的日光照耀下，红树林郁郁葱
葱，林上白鹭翱翔，林下鱼虾集聚，“只此青绿”尽收眼底。

广东湛江红树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以下简称“保护区”）是我国红树林面积最大、分布最集中的
自然保护区。2023年4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位于保护区东部的麻章区湖光镇金牛岛红树林
片区，察看红树林长势和周边生态环境。他强调，这片红树林是“国宝”，要像爱护眼睛一样守护好。

一年来，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保护区进一步加大红树林资源保护力度，在与各部门共同努力
下，红树林保护修复工作取得了积极成效。2023年以来，湛江市完成红树林营造711.3公顷，修复
现有红树林510.4公顷。

刚过去的清明假期，金牛岛
红树林片区游人如织。自从总书
记来到这里视察后，这片旖旎的
自然风光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游
玩“打卡”，近距离认识红树林。

“守护红树林海洋湿地 建设
绿美碧海家园”……前往金牛岛
红树林片区的路上，宣传标语随
处可见。在金牛岛入口处，新建
的金牛岛红树林科普教育基地已
全部竣工，过去一片平地的“临时
停车场”，如今变成了让人目不暇

接的“户外红树林科普课堂”。
“这一年来，我们开展丰富多

彩的红树林科普教育活动，受教
育公众超过 15万人次，广大群众
保护红树林的意识大大提高。可
以说，守护这片绿色‘国宝’，已经
成为我们当地人的共识。”吴晓东
告诉记者。

湛江是广东大力保护红树林
的一个典型缩影。当前，广东正全
面推进红树林营造修复工作，着力
打造4个万亩级红树林示范区，先

后出台《广东省红树林保护修复专
项行动计划实施方案》《广东省红
树林保护修复专项规划》等文件，
对全省红树林保护修复工作进行
系统部署。按照规划，到2025年，
广东将营造红树林 5500 公顷，修
复红树林 2500 公顷，建立 4 个万
亩级红树林示范区，建有省级以上
重要湿地50处以上。

在广东4000多公里的海岸线
上，“海上森林”正在形成，逐渐成
为广东生态文明建设的新亮点。

在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湛
江红树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并作出重要指示一周年之际，
4 月 9 日，广东、福建、广西、海
南四省（区）高级人民法院共
同签署红树林司法保护合作
协议，并在湛江召开首次红树
林司法保护研讨会。

根 据 合 作 协 议 ，四 省
（区）法院成立了由各高院院
长轮流担任组长、4 位分管院
领导担任副组长的红树林环
境资源司法保护协作工作领

导小组，专司协作法院间的
协调联系，统筹推进各项协
作事项的落实。四方协定，
以加强司法协作为路径，共
同筑牢红树林生态安全司法
保护屏障，确立了“推动案件
裁判规则统一、设立专业化
审判机构、建设信息交流平
台、共享专家智库、联合培训
研讨、源头化解受损风险、打
造生态环境司法修复基地”
等 12 项具体工作目标。
（董柳 林晔晗 王依琪 洪泉寿）

时隔一段时间，再次走
访位于湛江麻章区湖光镇世
乔村的金牛岛红树林片区，
记者发现这里和周边又发生
了可喜的变化——

通 往 金 牛 岛 的 乡 道 沿
途，五彩斑斓的红树林主题
墙绘如画卷般展开，新添的
标语深入人心：“海陆之间，
我们与红树林彼此守护”“爱
护红树林，就是守护候鸟的
栖息天堂”……

极具现代感的展示厅、
栩 栩 如 生 的 本 土 红 树 林 雕
塑、从湖面展翅起飞的一群

“鹭鸟”、漩涡状的空心鸟巢
造型……在金牛岛入口处，
金牛岛红树林科普教育基地
已建成对外开放，成为了“户
外红树林科普课堂”。

“总书记来了以后，这里

成 为 人 们 旅 游 参 观 的 打 卡
点。”吴晓东说，保护区与当
地政府共同建设这个科普教
育基地，也是为了让更多的
人了解红树林、保护红树林。

目前，金牛岛绿美广东生
态 建 设 示 范 点 建 设 正 在 加
速。除了不断完善金牛岛科
普基地建设和基础配套设施
建设外，麻章区还计划提炼传
统民俗文化，打造具有地方特
色的自然教育课程，并在科普
基地的科普长廊、科普栈桥上
新建自然科普导览系统。

“我们希望提升访客科
普教育体验，积极吸纳和培
养当地村民作为保护区的志
愿者，一起讲好金牛岛红树
林故事，将这里打造成为绿
美广东生态建设对外展示的
窗口。”吴晓东表示。

林茂鸟栖，

水产种业振兴突破连连突破连连

回访地
国家863计划项目海水养殖种子工程南方基地虾美鱼肥，总书记金句

南美白对虾新品种选育取得关键性突破

强化种业攻关不断培育优质新品种

国家863计划项目海水
养殖种子工程南方基地水
产种苗与养殖研究所副经
理李观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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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亲
历
者

说
例

案

“ 这 片 红 树 林 是‘ 国
宝’，要像爱护眼睛一样守
护好。”总书记的话语，令
从事红树林保护工作 20 多
年 的 吴 晓 东 感 到 十 分 温
暖，一字一句记在了心间。

吴晓东如今是湛江红
树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
理局科研宣教科科长，此
前 一 直 在 保 护 管 理 科 任
职 ，前 不 久 刚 调 任 现 岗
位。“虽然岗位有变化，但
保 护 红 树 林 的 职 责 没 有
变。”他说。

吴 晓 东 回 忆 ，20 多 年
前，他刚来到保护区工作，
困 难 和 挑 战 让 他 始 料 未
及。“当时湛江发展还比较
落后，当地村民对红树林
保护工作不理解，甚至觉
得保护区是地方经济发展
的‘绊脚石’。”

万事开头难，吴晓东并
没有因此放弃。2012 年以
来，绿色发展理念日益深
入人心，生态环境保护工
作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
守护红树林的那份情怀，
吴晓东愈发坚定。

经 过 多 年 治 理 ，保 护

区 新 增 红 树 林 内 生 物 多
样 性 持 续 增 长 。 监 测 情
况显示，保护区的鸟类从
2002 年 的 194 种 增 至 2023
年 的 312 种 ，还 出 现 了 勺
嘴鹬 、黑脸琵鹭等多种珍
稀 鸟 类 。“ 这 些 对 环 境 特
别 敏 感 的 珍 稀 水 禽 的 回
归，表明红树林生态系统
日趋稳定，生态功能正恢
复 提 高 。”吴 晓 东 颇 感 欣
慰地说。

去 年 ，总 书 记 的 到
来，更是让湛江红树林走
到 了 生 态 文 明 大 舞 台 的

“聚光灯”下，各个部门对
红 树 林 保 护 的 重 视 程 度
越来越高。

现在，吴晓东的工作重
点从对红树林的保护转为
科普教育。“守护红树林不
仅靠政府部门，更要靠全
社会共同参与。只有让人
们了解红树林 、认知红树
林，才能更好地呵护红树
林。”他说。

守护红树林，吴晓东更
多了一份使命感。“现在我
们更加有信心，把祖祖辈
辈留下的红树林保护好。”

湛江红树林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管理局科研宣教
科科长吴晓东：

“守护红树林，
我们多了一份

使命感”

金牛岛“户外红树林科普课堂”落成

司法保护红树林

这片红树林是
“国宝”，要像爱护眼
睛一样守护好。加强
海洋生态文明建设，是
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
组成部分。要坚持绿
色发展，一代接着一代
干，久久为功，建设美
丽中国，为保护好
地球村作出中
国贡献。

总书记金句
去年以来湛江新增红树林超711公顷

守护红树林已成为社会共识
映

加
粤闽桂琼四省区

法院签署合作协议

国家 863 计划项目海水养殖种子工程南方基地，致力于打造水产种业“中国芯”

广东湛江红树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红树林如水上绿洲


